
对美国民众而言 ， 即将过
去的2018年见证了美国社会分
裂进一步加剧。 12月20日公布
的美国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近
八成美国人认为过去两年美国
变得更加分裂。 中期选举后产
生的 “分裂国会”， 可能将进一
步撕裂美国的政治和民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
梅·阿皮亚评论， 一些美国人甚
至认为那些观点对立的国人根
本不是 “自己人”。 曾报道 “水
门事件” 的记者伯恩斯坦则认
为 ， 美国不同群体间正处于
“冷内战” 状态。

诸如此类的描述并非夸大
其词。 这一年， 记者见证了美
国两党在移民、 医保、 大法官
任命、 “通俄门” 调查等议题
上的激烈党争 ， 在围绕政治 、
民生等重要话题采访时， 能感
受到不同群体的明显对立情绪。

分裂 ， 在秋天的最高法院

大法官 “任命战” 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 获提名的卡瓦诺遭性
侵指控， 引发民意 “信他” 还
是 “信她” 的尖锐对立。 共和
党倾力为卡瓦诺上任护航， 而
民主党全力拉他下马。 虽然卡
瓦诺最终涉险过关， 但留给美
国社会的裂痕难以弥合。

11月的中期选举将美国社
会分裂推向又一个 “高潮”。 记
者采访发现， 美国民意在多个
议题上尖锐对立： 枪支管控上，
一方要求限枪， 一方坚称拥枪
权利不可侵犯； 医保方面， 一
方要保卫奥巴马执政时通过的
医保法案， 一方坚决要求废除；
围绕 “通俄门” 调查， 一方坚
持调查到底， 一方则声称调查
纯属政治 “猎巫”。

一连串敏感议题中，美国媒
体的党派属性跃然纸上，就同一
件事的报道角度和立场差异巨
大。为迎合不同党派的政治需求

和受众情绪，部分媒体甚至煽动
对立。主要报道华盛顿政治圈新
闻的美国《政治家报》最新民调
显示，六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媒体
加剧了社会分裂。

分裂和党争导致民众对政
府看法也大相径庭。 共和党人
倾向于认为现政府正在 “让美
国再次伟大”， 民主党人则认为
政府走向完全错误。

裂痕甚至延伸到日常生活
里， 连普通美国人的家庭和婚
恋也受到政治极化影响。 例如，
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推出约会
网站和交友客户端， 以方便寻
觅 “志同道合” 者。 根据民调
机构盖洛普的最新民调， 不少
在网上寻觅生活伴侣的美国年
轻人将政治立场作为挑选伴侣
时一票否决的因素。

裂痕产生易、 弥合难， 无
论是政治 ， 还是情感 。 美国
“大熔炉” 亦然。 据新华社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例行
年度记者会上， 俄美关系是绕
不开的话题。 12月20日的记者
会上， 讲到俄美关系时， 普京
重点谈了双方在 《中导条约》
上的争端， 称如果美国在欧洲
部署中程导弹， 俄将采取反制
措施。

回首这一年， 从特工 “中
毒” 案到 《中导条约》， 从叙
利亚冲突到乌克兰问题， 俄罗
斯在多个领域受到美国打压，
同时也展开了各个层级的反
击， 俄美博弈加剧。

“接替我的同事原本上半
年就要带着孩子过来， 没想到
看好的国际学校突然关了， 他
就犹豫起来了。” 一位在俄罗
斯圣彼得堡常驻的朋友对记者
抱怨。

今年3月 ， 俄宣布驱逐60
名美驻俄外交官并关闭美驻圣
彼得堡总领馆， 作为对美驱逐
俄外交官并关闭俄驻西雅图领
事馆的回应。 圣彼得堡一所主
要招收美国外交官子女的国际
学校受池鱼之殃。 而这轮外交
风波的起因是俄前情报人员斯
克里帕尔和女儿在英国 “中
毒” 事件。

2018年的制裁与反制， 延
续了近年俄美关系 “主旋律”，
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波格丹
诺夫告诉记者， 西方多次升级
对俄制裁， “中毒” 案等只是
借口 ， 根子还在于双方对国
家、 地区和全球层面安全问题
缺乏共识和互信。

博弈还在更具爆炸性的领
域展开。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
20日宣布美国将退出 《中导条
约 》 ， 俄方在呼吁保留条约
的 同时也毫不示弱 ， 强调将
采取应对措施 。 俄美针锋相

对， 让世界担心双方将滑向核
军备竞赛。

“我记得美国国徽上的白
头雕一只脚爪擎着13支箭， 另
一只抓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
现在的问题是， 你们的雕已经
把枝条上的橄榄吃光了， 只剩
下箭了吗？” “可是我并没有
带来橄榄枝。” 这是10月23日
普京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博尔顿在克里姆林宫会
谈时的一段对话 ， 当时博尔
顿前来莫斯科向俄方通报美方
准备退出 《中导条约》 的有关
情况。

关系不断恶化的同时， 双
方大规模军演不断 ， “新冷
战” 阴影加重。 9月11日， 俄
联邦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战略
演 习 “东 方 -2018” 拉 开 帷
幕。 10月25日， 北约开始在挪
威及其周边地区举行 “三叉戟
接点2018” 联合军演， 这是北
约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
联合军演。

俄罗斯美国问题专家奥列
维奇认为， “新冷战” 有可能
成 为 美 国 对 俄 政 策 长 期 方
针 ， “这 将 是 美 国 为 力 保
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而进行的
一场豪赌”。

随着俄美关系恶化， 并受
美国内 “通俄门” 调查影响，
俄美首脑间的互动趋冷。 7月，
普京和特朗普在芬兰赫尔辛基
实现今年首次正式会晤， 但其
后计划的11月巴黎会晤和12月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均因各种
原因告吹， 凸显俄美关系转圜
之难。

正如奥列维奇所言， 在可
预见的将来， 俄美关系将在美
方继续施压、 俄方周旋反制间
继续博弈下去。

据新华社

2018年岁末， 叙利亚局势
陡然生变， 美国撤军的决定挑
动各方神经。

美国白宫12月19日说 ， 随
着在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 “伊
斯兰国” 的战事取得成果， 美
国已开始撤回驻叙美军。

尽管美军会否彻底退出叙
利亚犹未可知， 但不难确定的
是： 叙利亚的命运已深陷大国
博弈漩涡， 持续多年的危机不
会因为美军离场而宣告结束。

回望过去的一年 ， 叙利亚
内战硝烟背后亦是刀光剑影 。
美国同俄罗斯赤膊上阵、 伊朗
和以色列暗斗不止、 美国与土
耳其亦敌亦友……各方势力缠
斗不休， 令乱局难分难解。

4月， 叙利亚 “化武疑云 ”
再起， 美欧再次将矛头指向叙
政府及俄罗斯， 并以武力相威
胁， 美国最终联合英法对叙实
施导弹袭击。 到了11月， 俄空
天军对叙北部阿勒颇省反政府
武装控制的化武阵地进行了打
击。 “化武疑云” 可谓美俄在

叙博弈加剧的缩影 。 一年来 ，
双方在各领域的角力深刻影响
着叙局势走向。

军事上， 俄罗斯帮助叙政
府军以战促谈， 从武装分子手
中收复大片土地； 美国则支持
叙库尔德武装， 在叙东部打击
“伊斯兰国”。

政治上 ， 俄 罗 斯 与 土 耳
其、 伊朗合作主导 “阿斯塔纳
进程 ”， 取得在叙北部伊德利
卜省建立非军事区等成果； 美
国则不认可该机制， 一味强调
尽快开始修订叙宪法以推进政
治日程。

美俄明争， 伊朗和以色列
则是暗斗。

以色列指责伊朗在叙扩展
军事力量， 并频繁攻击叙境内
所谓 “伊朗目标 ”。 伊朗则指
控以色列蓄意 “挑衅 ”。 双方
敌意持续累积。

过去一年， 以对叙军事打
击愈演愈烈 。 乱上加乱的是 ，
9月一次空袭中 ， 以战机以俄
军机作为掩护 ， 导致俄军机

被叙防空火力误伤 ， 15名俄
军人遇难 。 俄以关系一度陷
入紧张。

美国和土耳其虽同为北约
盟友， 但围绕叙库尔德武装也
龃龉不断。 土耳其将叙库尔德
武装 “人民保护部队” 视为恐
怖组织， 美国则依托这支武装
打击 “伊斯兰国” 残余势力。

可以想 见 ， 美 国 一 旦 撤
军， 俄、 土、 伊等国势力将面
临重新洗牌， 一些地区的军事
真空恐导致极端组织卷土重
来。 当前， 叙政府军和反对派
武装在叙北部伊德利卜省持续
对峙， 土耳其威胁对幼发拉底
河东岸的库尔德武装发动军事
打击， 叙局势随时可能升级。

大国博弈的加剧给叙利亚
局势增添了更多复杂危险因
素 ， 很可能毁掉 “伊斯兰国 ”
覆灭后来之不易的和平希望 。
始于2011年初的叙利亚危机即
将进入第9个年头 ， 期盼和平
的曙光早日降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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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英国 “脱欧” 进
程一波三折。 12月10日， 英国
议会下院表决 “脱欧” 协议草
案前一天， 首相特雷莎·梅突
然推迟表决。 这再次印证了人
们对 “脱欧” 的看法： 怎一个
“拖” 字了得！

自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决
定 “脱欧” 以来， 英国与欧盟
之间龃龉不断 ， 英国国内民
意 动荡 ， 让 “脱欧 ” 变成了
“拖欧”。

“拖”， 反映出英国式政治
决策的困局 。 英国政府 “脱
欧” 主张在国内饱受抨击， 特
雷莎·梅疲于应付来自内阁 、
议会以及工商界的反对声浪，
难以集中精力对付欧盟。 虽然
英国和欧盟代表经过艰苦谈判
达成协议草案， 但未等英国议
会表决就似乎败局已定。 一拖
再拖中， 英国政府权威不断受
损， “脱欧” 成了各方政客吸
引眼球的政治工具。 英国民众
在 “脱欧” 公投后则成了场外
看客， 面对 “脱欧” 不确定性
的冲击束手无策。

“拖”， 反映出英国社会的

撕裂。 “脱欧” 是英国各类媒
体争相报道的焦点话题。 翻开
报纸、 打开电视， “脱欧” 一
词随处可见。 各种观点层出不
穷， 批评政府推动不力、 白白
浪费时间的有之， 反对英国与
欧盟达成协议草案的有之。 一
些保守党议员把矛头对准特雷
莎·梅， 甚至在党内对她提出
不信任案， 试图把她赶下台。

“拖”， 反映出特雷莎·梅
极力挽救的不仅是 “脱欧” 协
议， 更是自身政治前途。 两年
前， 特雷莎·梅上台执政， 主
要任务就是带领英国实现 “脱
欧 ”， 因此有效推动 “脱欧 ”
进程是其维护执政地位的关键
所在。 但目前， 特雷莎·梅将
希望寄托于欧盟在 “脱欧” 问
题上让步， 其难度可想而知。

英国舆论将久拖不决的
“脱欧” 乱局描绘成一场 “国
家危机”。 时间在无情地流逝，
2019年3月29日的 “脱欧 ” 期
限日益逼近， 各方担心的 “无
协议脱欧” 可能性正在增加。
“拖” 字诀的 “有效期” 越来
越短。 据新华社

2018年 ， 日本国内形势基
本平稳。 这一年里， 记者印象
最深的， 是中日关系趋稳向好，
但暖流中仍存寒意， 若欲行稳
致远， 日方还需展示更大诚意。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 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
结40周年， 两国总理在这一特
殊年份实现互访。 两国间其他
一些交流机制得以重启， 例如，
高层经济对话时隔8年重启， 中
青年军官互访交流项目时隔6年
重启。

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
记者在采访中也感受明显。 去
年5月， 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名誉
教授凌星光和日本前驻联合国
大使谷口诚等在东京的外国记

者中心举办记者会， 联名倡议
日本加入 “一带一路 ” 合作 。
当时参加记者不过十几人。 一
年后， 日本学界、 经济界、 媒
体界已经常态性地举办与 “一
带一路 ” 相关的各种研讨会 ，
参加记者不仅人数多， 且提问
踊跃。

中日国民间的感情也有所
回升。 10月公布的第14次 “中
日关系舆论调查” 显示， 两国
受访者对对方国家持良好印象
的比例均有上升。 此外， 对华
向来 “挑剔” 的日本媒体也出
现积极变化。 今年以来， 日媒
掀起报道深圳模式的热潮， 以
深圳为样本揭示中国经济活力
的奥秘， 成为日媒涉华报道的

一大新亮点。
然而， 向好态势下 ， 阴影

犹在。
12月中旬 ， 日本政府批准

新版 《防卫计划大纲》 和 《中
期防卫力整备计划》， 写入了将
现有舰艇航母化等有悖 “专守
防卫 ” 方针的军备扩张内容 。
新版防卫文件还对中方说三道
四， 其中不乏冷战思维。 日方
这种做法不利于中日关系改善
发展， 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大局。

2018年 ， 中日关系破冰之
后正回暖。 展望未来， 日方应
言行一致， 在敏感问题上积极
去除消极因素， 方能使中日关
系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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